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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虻主编的这本教材，是他本人在高等音乐师范教育中，在长期从事音乐作品典式分析教学工作中，
钻研、探索、改革、实践的产物，它从内容、方法、手段等方面有针对性地实现了许多学术和教学上
的拓展的创新，并经过反复的成功验证。
譬如：作者在更加周密、细致地阐述曲式理认知识的同时，在每一章后面都附有一定数量的作品，以
供实际进行曲式分析使用。
不仅如此，每章还提供一份对所附曲例中某一首的“分析报告”示范文本，这样就把传授学科知识，
提导实际分析作品的步骤与方法，加强教学中的实践环节，教会学生把自己对作品分析的结果清晰、
简明地表述出来，养成为学治教日积月累的良好习惯。
这样把素质教育、教书育人扎扎实实地落实于课程教学的全过程，是很有价值的兼备“学术性”和“
工程性”的教育教学改革的实际成果，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指导性。
此外，和者在每章都设有一节“相似曲式结构的辨析”，这样做了一方面有助于廓清实际分析中常常
容易混淆的某些内容；另一方面，或者说更重要的方面，是通过实际教学内容，反复提醒人们，注意
匡正那种在音乐作品分析中，以曲式的公式取代对作品进行具体分析的活的灵魂的不良做法和习惯。
作者在每章后面还设有一节“分析典目”，既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方便，起到引导作用，又有助于拓
宽学和的知识面，调整其学习思维，检验其学习结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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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虻，1956年生，副教授、硕士、师从贾达群教授，现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在四川音乐学院和四
川师范大学从事作曲技术理论的教学和研究，重点承担研究生和本科层次《音乐作品分析》等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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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音乐的结构与曲式分析当我们面对某一部音乐作品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
，往往是横看成岭侧看成峰，那是因为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在对音乐进行探讨。
比如音乐美学会侧重研究音乐的本质及其内在的规律；音乐史学侧重研究不同历史时期音乐文化的发
展，归纳音乐流派、作曲家创作的共性与个性；演奏（唱）者则侧重于演奏技法及二次创作等问题。
但无论从哪个角度入手，音乐作品曲式分析都是理解音乐作品的基础，它对于准确了解、把握音乐作
品的思想内容、艺术手法、风格特征等都起着关键性作用。
人们通常将音乐作品结构样式称为曲式。
曲式由每首作品的内容所决定，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当音乐素材按照合乎逻辑的安排，在不同时间先后出现、变化、发展、布局、处理时，根据一定原则
会形成若干典型的结构，曲式分析就是以这些典型的音乐结构为基础，寻找音乐作品结构的共性化特
征及规律。
音乐作品通过特有的音乐技术手段来描述特定的思想情感及音乐形象。
我们分析音乐作品时总离不开音乐表现的一些基本手法：旋律、节奏、节拍、速度、音色、音区、力
度、演奏（唱）法、调性、调式、和声、织体、复调、配器等，尽管它们在曲式结构中所起的作用不
同，对曲式结构的影响程度也各不相同，但都是构成音乐的基本要素。
在传统曲式中，音乐材料与内部细分结构的层次构成各级曲式的框架，各级曲式框架通过和声进行及
调性布局组合，并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律结合、发展。
无论是音乐材料、和声运动，还是不同结构层次的构建，都建立在各音乐要素基础之上。
我们可以在曲式分析的框架内，根据具体的分析目的和对象，自由地选择分析进入的角度，有针对性
地选择分析方法，对相关音乐要素进行系统、深入地分析，进而了解某一时代、某位作曲家的音乐风
格，从音乐形式与内容生动的结合中，体验各种技术理论在音乐作品中的实践与发展，了解并掌握各
种创作技能及音乐材料的处理手段，为准确地表达、再现作曲家的音乐内涵，发展自己特有的表现方
法提供可借鉴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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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音乐作品曲式分析》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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